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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间童袄褂的领襟形制及其系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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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包括领襟及其系结方式在内的近代童袄褂的形制特征与演变趋向，选取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江
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和上海艺风堂博物馆馆藏的 127 件童袄褂，测量其各部位尺寸，并用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

和 Adobe Illustrator 进行图像数据还原，截取了部分衣领和门襟的细节部位结构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近代民间

童袄褂按形制分为中国传统型与中西合壁型; 中国传统型童袄褂的衣领、门襟形制及系结方式主要表现为直领、交
领、对襟、大襟、绳带、相连式纽扣和独立式纽扣系结; 中西合璧型童袄褂的衣领、门襟形制及系结方式则主要表现

为立领、叠门对襟、扣眼式纽扣系结; 童袄褂形制总体上向中西融合、便捷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童袄褂; 领襟形制; 系结方式; 传统型形制; 中西合璧型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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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r-placket shape and knotting way of modern
folk children's coat and j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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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hap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modern children's coat and
jacket including collars and knots，127 children's coats and jackets were chosen from Donghua University
Costume Museum，Jiangnan University Folk Costumes Biography Museum and Shanghai Yi Fengtang
Museum to measure the size of each part． These data were subjected to image data reduction by using the
clothing computer aided design and Adobe Illustrator，and part of the collars and placket detail parts of
the structure were extracted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dern folk children's coats and jackets
according to the shape is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combined style．
Among them，the collar，the placket and the knotting wa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jacke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band collar，cross collar，front opening，placket，rope，interlocking button and
detachable button． Chinese and Western style children's jackets and coats are mainly manifest as stand
collar，overlapping placket and buttonhole button． Meanwhile，the overall development direction trends to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gration，facilit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Keywords children' s coat and jacket; collar-placket shape; knotting way;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shape; Chinese and Western combined style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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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

多种文化形态交织融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服装

呈现出古今交融、满汉交融、中西交融的多元化趋

向。童装在近代以前没有确切的定义，只是小褂、小

袄等成人服装的缩小版，直到 20 世纪初，伴随着

“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童装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

的服装品种。服装的领襟及其系结方式是服装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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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研究，但未见针对性的近代民间儿童袄褂的领襟

形制及其系结方式的研究成果。
本文基于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江南大学民间

服饰传习馆和上海艺风堂博物馆馆藏的 127 件近代

民间童袄褂的实物测量和数据分析，对近代童袄褂

的领襟形制及其系结方式作进一步的研究。

1 童袄褂的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

1. 1 衣领的定义及形制
领，即衣服上的领子，通常和衣襟相连，以此来

连接颈部。汉刘熙《释名·释衣服》:“领，颈也，以壅

颈也”［1］，意思是领围绕颈。衣领随商周时期上衣

下裳的成型而出现，其中部分领型一直沿用至近代。
近代童袄褂的领型主要有直领、交领、圆领和立领。

直领，即为长条状，下连衣襟，闭合时两襟交相

叠压［2］，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领型之一; 交领也是我

国古代传统的领型之一，其渊源可追溯到深衣，闭合

时两襟交叉叠压; 圆领，即圆形的衣领，与唐宋时期

圆领不同的是，领口通常饰宽镶边; 立领是明清时期

出现的一种立体式领型，受北方游牧民族服装的影

响，衣领由原来的平面转向立体。
1. 2 衣襟的定义及形制

对于衣襟的解释，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杜钰洲和

缪良云在《中国衣经》中解释为:“前面相交，处在人

体胸腹部的纵向中间位置，对服装风格有着重要的

作用”［3］。《尔雅·释器》注: “衣眥谓之襟”［4］。即

衣服开口部位的接合处为衣襟。衣襟是指始于领

口，止于衣摆的一种服装结构。童袄褂的衣襟形制

以大襟、对襟、琵琶襟、偏襟等为主。
大襟有 2 种形式: 一种是衣襟由左向右掩，从左

到右盖住里襟，纽扣分散于大襟右侧，这种开口形式

大都用于汉族服装中; 反之，还有一种衣襟是由右向

左掩，这种衣襟形制大都出现于北方游牧民族服

装中。
对襟，其形制为衣身中央两衣襟对开，纵贯上

下，绳带或纽子在衣襟上系结，是一种较之其他衣襟

更为便捷的衣襟形制。
琵琶襟，又称为“缺襟”，其形制与大襟相似，衣

襟下部被裁去一块，呈弯曲状［2］，于清代盛行，因其

利于骑射。
偏襟，其距离领口部分与大襟一致，呈弯曲状，

只是没有延伸至腋下，便转折向下至衣摆。兴起于

民国时期，属于西方服装衣襟形制。
1. 3 门襟系结方式

系结方式是服装细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具有扣合衣襟的实用功能，还有装饰衣襟的审美

功能。近代童袄褂的系结件主要包括: 绳带、纽扣、
揿纽等。其中绳带、纽襻是我国传统服饰衣襟系结

方式，而在近代由于受到西方服饰的影响，出现了揿

纽、扣眼式纽扣等西式系结方式。
1. 3. 1 绳 带

绳带，是指以织物为原料，裁成形状、大小相同

的 2 部分，将二者进行系结的一种闭合方式。这种

闭合方式简单而方便，是近代传统童袄褂的常用系

结方式。
1. 3. 2 纽 扣

我国纽扣最初是以布料编结而成，唐代以后材

质增加了金玉，到近代材质出现了金、铜、琉璃等，且

同时出现了西式的合成材质纽扣。徐珂《清稗类

钞·宫闱》中 记 载: “面 料 虽 非 缎 类，钮 扣 皆 金 所

制。［5］”纽扣是近代服饰衣襟中最常见的系结方式

之一，依据其构成方式和原料的差异，可分成相连

式、独立式和扣眼式 3 种［6］。
相连纽扣，即用襻条制成的盘扣，是中国古代延

续而来的传统系结件，由纽及纽套共同构成，纽由纽

头及纽脚组合缝制而成，纽套由纽脚和其对折缝合

预留前端的纽环构成。相连式纽扣一般由衣身面料

制成，对称分布于衣襟。根据纽脚造型的不同，又可

将其细分为直纽和花纽。
独立 纽 扣，是 由 非 织 物 制 成 的 钮 和 纽 套 组

成［7］，其与相连纽扣在构成方式上相似，差异在于

纽的钮头和纽脚可分离，既可串在纽襻上，也可与连

接环组合。
扣眼纽扣，由合成材料制成的纽子和与其相扣

合的扣眼构成。这种形式的纽扣不再是 2 个部件进

行联结，纽子是独立个体，将其穿过对称位置的孔眼

来完成系结。扣眼式纽扣的造型多样，圆形较为常

见，材质一般为金属和合成材料，与衣襟上的扣眼组

合搭配使用，赛珞璐纽扣就是其中一种。
1. 3. 3 揿 纽

揿纽，又称子母扣、搭纽或暗扣，其一半是凸型，

一半是凹型，将二者扣合即可形成，材质大都为非织

物。揿纽一般缝于衣领、衣襟等处，在近代西式服装

中运用较为普遍。
表 1 示出对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上海艺风堂

博物馆和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近代童袄褂

的衣襟形制及其系结方式的数据统计结果，共选取

127 件馆藏童袄褂 ( 中国传统型 116 件，包括汉式

58 件、满式 58 件; 中西合璧型 13 件) 。根据近代童

袄褂衣襟的系结方式及其组合搭配的不同，将其分

为绳带式、直纽式、花纽式、扣眼式、独立式、综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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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纽式、花纽式本属于相连式纽扣，但因其在衣襟上

出现的频率较高，将其独立成一种类别; 扣眼式也属

于纽扣式系结方式中的一种，因其属于西式系结方

式，不同于其他种类，所以也将其独立成一种类别。
将一件衣服上同时出现 2 种系结方式称为综合式，

综合Ⅰ为绳带和直纽的组合，综合Ⅱ为绳带和花纽

组合，综合Ⅲ为花纽和揿纽组合。

表 1 近代童袄褂的衣襟形制及系结

方式的组合搭配统计结果

Tab． 1 Modern children's coat and jacket of
collar-placket shape and tie way with

combination of statistical results 件

系结方式 大襟
对襟

并列 重叠
琵琶襟 偏襟

绳带式 28 3 0 0 0
直纽式 19 27 3 0 1
花纽式 9 2 0 0 0
独立式 4 2 0 1 1
扣眼式 0 0 10 0 0
综合Ⅰ 7 0 0 0 0
综合Ⅱ 3 2 0 0 0
综合Ⅲ 1 0 0 0 0

数据表明: 近代童袄褂的衣襟与系结方式的组

合搭配形式已不再禁锢于传统的绳带与纽扣系结，

而出现了多种新的组合搭配形式。主要搭配形式

有: 绳带与直纽或花纽的组合，花纽与揿纽的组合。
但不管如何搭配，还是以与传统的组合搭配形式为

主，即与直纽、花纽的组合搭配形式。也有少数大襟

和对襟袄褂，其系结方式是中西结合的组合搭配形

式。总的来说，传统型衣襟形制与其系结方式仍占

主流，衣襟的系结方式经历了由繁杂到简单的变化

过程。图 1、2 分别为中国传统型和中西合壁型童袄

褂的形制示意图。

2 相关馆藏童袄褂分析

2. 1 基本形制分析
近代童袄褂不仅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形制，还

融入了西方服饰元素。根据其形制变化可分为中国

传统型和中西合璧型 2 种类型。中国传统型童袄褂

的基本结构沿用我国古代传统的服装形制，加入一

些近代装饰元素，一般样式为直领对襟或交领大襟，

以绳带或纽扣系结，连袖且一般为长袖，衣长至臀

部、两侧开衩，整体造型宽松。中西合璧型童袄褂则

在保留传统中装直身、连袖、宽大的基础上，添加了

西方服饰元素，具体表现在衣襟的开襟形式及系结

方式等方面。

图 1 中国传统型童袄褂的形制示意图

Fig． 1 Chinese traditional children' s coat and jacket
shape drawing． ( a ) Han style straight collar， front
opening，rope belt; ( b) style cross collar，placket，rope
belt; ( c ) Manchu style stand collar，placket， linked
buttons tied; ( d ) Manchu style stand collar， front

opening，independent buttons tied

图 2 中西合璧型童袄褂的形制示意图

Fig． 2 Chinese and Western type children's coat
and jacket shape drawing

选取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和江南大学民间服饰

传习馆具有代表性的近代童袄褂作进一步的分析。
东华大学服饰博物馆馆藏近代童袄褂 1 件( 以

下简称为款式 1 ) ，其尺寸为: 衣长 36 cm，通袖长

63 cm，胸宽 32 cm，袖口宽 10. 5 cm，下摆宽 38 cm，

横开领 8 cm，开衩长 7 cm。图 3 为款式 1 的形制示

意图。面料用大红暗花缎彩绣散点花卉纹，印花棉

布夹里［8］。其形制为直领、对襟，开襟处以花纽和

绳带系结，领口装饰领抹，上面绣彩色花卉纹，丰富

美观，领抹底部饰大云头，具有典型的中国汉族民间

传统服饰特色。直身连袖，衣身宽松，衣摆两侧开

衩，保留了我国传统服装形制。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童袄褂 2 件( 以

下简称为款式 2 和款式 3 ) ，款式 2 尺寸为: 衣长

39 cm，领高 6 cm，领围 33 cm，横开领 11 cm，直开领

8 cm，盘扣长 4 cm，胸宽 36 cm，通袖长 86 cm，袖口

宽 13 cm，下摆 36 cm。图 4 为款式 2 的形制示意图。
面料为黄色印花图案，粉绿色缎质地，内絮绵，蓝色

缎衬里，其形制为单立领、大襟右衽、领襟处以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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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款式 1 形制示意图

Fig． 3 Style one shape schematic drawing

盘扣进行系结，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特点。衣

身右下角里襟处用揿纽固定，直身连袖、衣身两侧开

衩、衣长至臀、衣身合体。适度地强调了领、襟和下

摆的结构，并通过立领、大襟、盘扣的运用，强化了服

装的封闭性和保暖性。

图 4 款式 2 形制示意图

Fig． 4 Style two shape schematic drawing

款式 3 尺寸为: 衣长 33 cm，领高 3. 5 cm，领围

25 cm，横开领 8 cm，直开领 5. 5 cm，胸宽 36 cm，通

袖长 68 cm，袖口宽 9 cm，衣襟长 28 cm，下 摆 宽

36 cm，叠门襟宽 1. 5 cm，纽扣直径长 1. 5 cm。图 5
为款式 3 的形制示意图。面料为印花图案，红色棉

质地。形制表现为单立领、对襟，右襟增添西式叠门

襟，衣襟处以圆形扣眼式单纽进行系结，直身连袖，

衣袖较窄，胸部有分割线设计，腰身里收，衣身两侧

开衩。叠门襟与扣眼式纽扣的使用，以及分割与收

腰处理，增加了西方服装元素，具有中西融合的特

点。从上述馆藏童袄褂的基本形制看，款式 1 是汉

式，款式 2 是满式，这 2 款都属于中国传统服装形

制。表 1 的统计数据显示，这 2 款形制的童袄褂在

近代中国占主体地位。款式 3 是中西合璧型，是传

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产物。
2. 2 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

在对 3 款近代童袄褂的基本形制分析的基础

上，再对其领襟形制与系结方式等细部结构作进一

步分析。
款式 1 的直领是由古代传统领型继承而来，直

接在衣身前片挖领，属于平面单一化领型。领口饰

图 5 款式 3 形制示意图

Fig． 5 Style three shape schematic drawing

一个长为 42 cm、宽为 4 cm 的缎彩锈花卉纹的领抹，

领抹两端饰如意云纹，有 1 cm 宽的镶边。此领抹采

用手工缝制，单层面料。取长为 8 cm 的横开领中点

对准领抹的中点，绕领口一周缝制，增添装饰美感。
在对襟距离下摆 12 cm 处缝有 2 条绳带，如意云头

处钉一对四方盘扣( 花纽) ，使用绳带和盘扣闭合衣

襟，该结构对于儿童来说较为复杂。图 6 示出款

式 1的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

图 6 款式 1 的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结构示意图

Fig． 6 Style one collar placket shape and tie way
structure schematic drawing． ( a) Collar shape;

( b) Placket shape and knot way

款式 2 的衣领形制完全不同于款式 1 的平面领

型，由 2 层面料边缘内折，对齐叠合手工缝制而成，

领高 6 cm，上领围 29 cm，下领围 33 cm，衣领两端钉

3 对花纽盘扣。其结构已脱离衣身，单独制作，且转

向立体化领型，立领符合人体圆柱体状的颈部结构。
衣领闭合处使用 3 对盘扣，增强了衣领的功能性和

审美性。整个大襟部分采用盘扣和西式揿纽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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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系结方式，在右侧大襟上部并行分布 2 对盘扣，衣

襟侧缝处分布 3 对盘扣，从腋下到下摆分别以 8. 5、
5、5 cm 间距分布。在右下摆距离侧缝 1 cm的里襟

和大襟处钉 1 粒直径为 0. 8 cm 的揿纽，使整个大襟

与里襟闭合得更加牢固，同时也保持了大襟的平整，

且揿纽相对绳带和盘扣系结更为简便高效。中式盘

扣和西式揿纽的组合搭配，使领襟闭合更加严密、牢
固与 便 捷。图 7 示 出 款 式 2 的 领 襟 形 制 及 系 结

方式。

图 7 款式 2 的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结构示意图

Fig． 7 Style two collar placket shape and tie way structure
schematic drawing． ( a) Collar shape; ( b) Placket

shape and knot way

款式 3 与款式 2 的领型相似，同是立领结构，只

是领高不同。款式 3 领高为 3. 5 cm，相对款式 2 的

6 cm较低一些。除此之外，衣襟与系结方式也有很

大不同。款式 3 采用对襟形制，右侧衣襟增加一个

叠门，长为 28 cm，宽为 1. 5 cm，与宽为 3 cm 的里襟

相连，衣襟闭合时，叠门被左侧衣襟遮挡，可见叠门

的主要功能是用于纽扣的连结。我国传统服饰中从

未出现此衣襟形制，显然这是吸收了西方衣襟形制

的结果。衣襟系结采用单一式纽扣系结，即扣眼式。
衣襟右侧钉 3 粒西洋舶来品赛珞璐圆纽，直径为

1. 5 cm，从领底到下摆分别以 8. 5、8. 5、10 cm 的间

距分布于前片衣襟，左侧在与之对应位置锁扣眼，系

结时将纽扣穿过扣眼即可，操作简单。相比而言，这

3 款袄褂中，款式 3 的领襟形制及其系结方式更适

合儿童的身体结构，系结操作更简单、方便，也更符

合儿童活泼好动的功能性要求。图 8 示出款式 3 的

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

图 8 款式 3 的领襟形制及系结方式结构示意图

Fig． 8 Style three collar placket shape and tie way
structure schematic drawing． ( a) Collar shape;

( b) Placket shape and knot way

3 童袄褂的领襟细部形制演变

3. 1 中西融合
我国近代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西风东渐的

历史潮流使服装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时期，童

袄褂已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中式样式，还出现了中西

合璧样式，呈现出以中式为主体，中西式融汇的形制

特征。并且在这种中西融汇的处理方式中采取了化

西的原则，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以本土化的意

识与视角全面溶解西方文化，使西方的优秀文化为

我所用。这是我国服装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常见的本

土化方法。传统的中式童袄褂沿用我国传统的固有

开襟形制与系结方式，在开襟形制上表现为大襟、对
襟形制，在系结方式上表现为绳带、直纽和花纽系

结; 中西合璧童袄褂则在开襟形制或系结方式上皆

有别于传统中式服装，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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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儿童还穿着衬衫、西
装等西洋舶来品，只是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就服饰衣襟而言，童袄褂的衣襟除保留了传统

的大襟、对襟、琵琶襟等开襟形制外，还吸收了西式

服装的开襟形制，出现了偏襟、叠门襟等，丰富与发

展了我国的衣襟形制，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
就系结方式而言，童袄褂的衣襟系结方式除传

统的绳带、直纽和花纽系结外，还出现了西式揿纽、
扣眼式纽扣等连结方式，以及几种系结方式组合搭

配的使用情况。总之，无论从衣襟及系结方式的种

类，还是从其组合搭配形式来看，此时都呈现出中西

融合的特点。《大共和星期画报》［9］等近代文献上

刊登了若干儿童穿着立领、大襟、纽扣系结和立领、
对襟、扣眼式圆纽系结的近代袄褂的情景，支持了上

述结 论。图 9 示 出 穿 着 立 领 大 襟 和 对 襟 袄 褂 的

儿童。

图 9 穿着立领大襟和对襟袄褂的儿童

Fig． 9 Children wearing stand collar and front
opening placket coat and jacket

3. 2 便捷化
相对于成人，儿童活泼好动，对扣盘扣这样的复

杂动作尚不熟练，因此，童装的整体廓形及其衣襟的

系结方式等设计应考虑儿童自身的特点，尽量做得

简洁、方便。相比中国传统型童袄褂，中西合璧型童

袄褂袖身更加合体，袖口变窄，腰身内收，总体更适

合儿童的身体结构，满足儿童丰富的课外活动。近

代报刊《大共和星期画报》［9］中多处描绘了穿着中

西合璧型服装的儿童进行日常游戏的场景。图 10
示出正在做游戏的儿童。此外，叠门的应用与单纽

式纽扣、揿纽等西式纽扣的应用也使儿童摆脱了繁

复的绳带和盘扣，即由传统的繁复外露过渡到西式

的简约内藏，其衣襟系结更加简单与便捷，更加适应

近代儿童的生活状态。
我国近代童袄褂的衣襟与系结方式，打破了传

统、单一的结构，开始追求简便、实用、美观于一体的

服装形制，这与张竞生先生所提倡的合用、美趣［10］

图 10 正在做游戏的儿童

Fig． 10 Playing children

的服装原则不谋而合。
3. 3 多元化

多元化，此处是指文化多元化，指在坚持社会

主流文化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文化交织、兼容、发

展的态势［11］。近代中国处于古与今、中与外文化

交流的十字路口，每种文化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

体，而若干个体形态的交织与融合，就使这一时期

的服装呈现出古今交融、满汉交融、中西交融的多

元化趋向。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 “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

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

食，否则不能长进也”［12］。在古代时期，中国是世界

先进文化的输出国。到了近代，我国也愿意借鉴与

吸收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并通过这种借

鉴与吸收来解决在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在服装上表现为等级与身份的象征性问

题、收腰与收省的结构性问题等。经清末民初的多

次寻求和尝试，最终认定“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学

习的对象，于是中国服装也开始走向西化、现代化、
世界化的道路。而正是因为抓住了现代化的本质，

近代中国服装才得以在观念、样式、结构等方面取得

全面发展与进步，创造出中式、西式、中西合璧式多

元并置的近代服装风貌。
近代服装多元化的基本表现为: 既保留了中国

传统服装，如袄、褂、袍、衫等服装品种，也引进了衬

衫、西装、连衣裙、大衣等西洋“舶来品”，同时还出

现了中西融合的服装品种，如中西式袄、改良旗袍

等。多元文化融合使近代中国服装呈现出多样化风

貌，让不同年龄、不同观念、不同职业与不同受教育

程度的人们有了丰富的切合实际的选择。
近代服装多元化在近代童袄褂形制中表现为:

在衣身整体形制上，尺寸缩小，袖身变窄，腰身收敛，

这是西化与多元化的重要体现。在细部形制上，衣

领形制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的直领、交领与满族服

装的立领，门襟形制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大襟与

对襟，而同时也融入了西式服装的叠门与对襟; 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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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结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绳带、直纽与

花纽，也添加了西式揿纽和塑料纽扣等。这是西化

与多元化的又一个重要体现。总之，多元文化的融

合丰富了近代中国童装的造型，使其更加适用近现

代儿童生活与学习的需要。

4 结束语

在近代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服装呈现多种

文化融汇的局面。近代童袄褂的形制呈现出中西融

合、便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就其衣领形制而言，在

保留汉族传统的直领、交领外，还吸收北方游牧民族

服装的立领，实现了领型的民族多元化。就其衣襟

形制与系结方式来说，在我国传统对襟、大襟和琵琶

襟的基础上，又融入西式偏襟和叠门对襟，体现了衣

襟的中西融合与多元化。衣襟系结方式也在传统绳

带、直纽和花纽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简洁实用的揿

纽、塑料纽扣等西式纽扣，系结方式更为多元化、便
捷化。

我国传统的领襟形制及其系结方式在近代儿童

袄褂中一直被沿用。从纵向来看，这是对我国传统

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吸收了西式服装元素; 从

横向来看，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近代中国服

装在古今中外多元文化共同涌入的环境下，在保持

了民族服装特色的同时，将他国文化用“本土化”的

方式融入自身，为包括童装在内的民族服装增添了

新的生机，这其中包含了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大

根基，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选择。 FZ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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